
最新名著读后感大学生 大学生名著读后感
(通用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
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
起来看看吧

名著读后感大学生篇一

自从学习了法布尔的《蟋蟀的住宅》，文章中精彩的内容深
深吸引了我，于是我迫不及待的赶往新华书店买了这本闻名
世界的《昆虫记》。

细细品味《昆虫记》，果然名不虚传，书中有不少优美的词
句，精彩的片段，对昆虫的描述堪称栩栩如生，比如对螳螂
幼虫的`倒挂姿势是这样描写的：在金属笼子里，椎头螳螂的
幼虫停在一个地方后姿势始终如一，毫不改变。它用四只后
爪的爪尖钩住网子，后背朝下，纹丝不动，高高挂在笼顶，
四个悬点承受着整个身体的重量。法布尔认真仔细的观察以
及细致入微的描写，令我赞叹不已。读完这本书后我还搜集
了一些关于法布尔的资料，得知法布尔四岁时就酷爱上了大
自然的花草虫鸟，比如：有一天夜里，他提着灯笼，蹲在田
野里，观看起蜈蚣产卵一看就是一个晚上，幼年的他竟不知
早晨的到来。

读了《昆虫记》才使我明白了细心的观察是写好好文章必备
的基本功。以前，老师让我们回家写观察动物的时候我还愁
字数不够呢！现在想想真是惭愧，如果那时我能静下心来细
细观察的话，又何愁肚中空空呢！

文档为doc格式



名著读后感大学生篇二

经过半个多月的苦度读，终于读完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这本书，读完后觉得好轻松，但却让我受益良多，也使我明
白什么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含义了。

自从读了俄罗斯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著作后，我有了许多
感触，让我对人生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而保尔的那种精神
一直在鼓舞着我，他那坚强的意志也激励着我，使我更加勇
敢。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塑造了一个在俄国革命的风暴中，
成长起来的保尔柯察金的形象，保尔在幼年期间就饱受了人
间的辛酸，目睹了腐朽的社会生活，他被严酷的瓦里神甫赶
出学校后，迫于生活的压力来到车站的食堂里打工，在那里，
也真正目睹了人们丑恶的嘴脸，腐朽的社会是如此的`黑暗，
这才使他萌发了打破资产阶级社会的愿望。

保尔在病魔的折磨下，依旧积极努力工作，在身体瘫痪后，
依然顽强学习，每每想到他，我的脑海里就浮现了一句
话“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
次。”他曾经说过“我的整个生命和精力，都献给了全世界
最伟大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我虽然不能也不需要为人类的自由与解放做斗争，但是我能
够好好学习，像保尔一样有坚强的意志和精神，保尔，我们
永远敬佩你！

名著读后感大学生篇三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

儒勒•凡尔纳生于法国西部海港南特，他在构成市区一部分的



劳阿尔河上的菲伊德岛生活学习到中学毕业。

父亲是位颇为成功的律师，一心希望子承父业。

但是凡尔纳自幼热爱海洋，向往远航探险。

11岁时，他曾志愿上船当见习生，远航印度，结果被家人发
现接回了家。

为此凡尔纳挨了一顿狠揍，并躺在床上流着泪保证：“以后
保证只躺在床上在幻想中旅行。

”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童年的经历，客观上促使凡尔纳一生驰
骋于幻想之中，创作出如此众多的著名科幻作品。

《海底两万里》的作者儒勒.凡尔纳,他的惊人之处不但只是
他写的夸张，动人而富有科学意义的小说，更惊人的是他在
书中所写的故事，尽管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不足为奇，但
是在凡尔纳的时代，人们还没有发明可以在水下遨游的潜水
艇，甚至连电灯都还没有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凡尔纳在
《海底两万里》中成功的塑造出鹦鹉螺号潜水艇，并在小说
发表25年后，人们制造出的真实的潜水艇，与小说描写的大
同小异，这是怎样的预见力，所以说凡尔纳作品中的幻想都
以科学为依据。

他的许多作品中所描绘的科学幻想在今天都得以实现。

更重要的是他作品中的幻想大胆新奇，并以其逼真、生动、
美丽如画令人读来趣味盎然。

他的作品情节惊险曲折、人物栩栩如生、结局出人意料。

所有这些使他的作品具有永恒的魅力。

《海底两万里》写于一八七0年，是凡尔纳著名的三部曲的第



二部，第一部是《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第三部是《神秘
岛》。

这部作品叙述法国生物学者阿龙纳斯在海洋深处旅行的故事。

这事发生在一八六六年，当时海上发现了一只被断定为独角
鲸的大怪物，他接受邀请参 加追捕，在追捕过程中不幸落水，
泅到怪物的脊背上。

其实这怪物并非什么独角鲸，而是一艘构造奇妙的潜水船。

潜水船是船长尼摩在大洋中的一座荒岛上秘密建造的，船身
坚固，利用海洋发电。

尼摩船长邀请阿龙纳斯作海底旅行。

他们从太平洋出发，经过珊瑚岛、印度洋、红海、地中海，
进入大西洋，看到许多罕见的海生动植物和水中的奇异景象，
又经历了搁浅、土人围攻、同鲨鱼搏斗、冰山封路、章鱼袭
击等许多险情。

最后，当潜水船到达挪威海岸时，阿龙纳斯不辞而别，把他
所知道的海底秘密公布于世。

书中的主人公尼摩船长是一个带有浪漫、神秘色彩，非常吸
引人的人物。

尼摩根据自己的设计建造了潜水船，潜航在海底进行大规模
的科学研究，但这好像又不是他这种孤独生活的惟一目的。

他躲避开他的敌人和迫害者，在海底探寻自由，又对自己孤
独的生活深深感到悲痛。

这个神秘人物的谜底到了三部曲的第三部才被揭开。



这部作品集中了凡尔纳科幻小说的所有特点。

曲折紧张、扑朔迷离的故事情节，瞬息万变的人物命运，丰
富详尽的科学知识和细节逼真的美妙幻想融于一炉。

作者独具匠心，巧妙布局，在漫长的旅行中，时而将读者推
入险象环生的险恶环境，时而又带进充满诗情画意的美妙境
界;波澜壮阔的场面描绘和细致入微的细节刻画交替出现。

读来引人入胜，欲罢不能。

就这样，我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开始和书中的主人翁探险
者博物学家阿尤那斯，乘坐鹦鹉螺号潜水艇，开始他充满传
奇色彩的海底之旅。

鹦鹉螺号的主人尼摩船长是个性格阴郁，知识渊博的人，他
们一道周游了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大西洋以及
南极和北冰洋，遇见了许多罕见海底动植物，还有海底洞穴、
暗道和遗址，其中包括著名的沉没城市亚特兰蒂斯，这个拥
有与希腊相当的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

鹦鹉螺号从日本海出发，进入太平洋、大洋洲，然后到达印
度洋，经过红海和阿拉伯隧道，来到地中海。

潜艇经过直布罗陀海峡，沿着非洲海岸，径直奔向南极地区。

然后又沿拉美海岸北上，又跟随暖流来到北海，最后消失在
挪威西海岸的大旋涡中。

在将近十个月的海底旅程中，鹦鹉螺号以平均每小时十二公
里的航速，缓缓行驶。

我觉得我自己也随着尼摩船长和他的“客人们”饱览了海底
变幻无穷的奇景异观。



整个航程高潮迭起：海底狩猎，参观海底森林，探访海底的
亚特兰蒂斯废墟，打捞西班牙沉船的财宝，目睹珊瑚王国的
葬礼，与大蜘蛛、鲨鱼、章鱼、博斗，反击土著人的围攻等
等。

书中都包容了大量的科学，文化和地理，地质学。

阿尤那斯在航行中流露出他对尼摩船长出类拔萃的才华与学
识的钦佩。

但在引人入胜的故事中，还同时告诫人们在看到科学技术造
福人类的同时，重视防止被坏人利用、危害人类自身危机的
行为;提出要爱护海豹、鲸等海洋生物，谴责滥杀滥捕的观念。

这些至今仍然热门的环保话题，早已在两百年前就有先知者
呼吁，可见留下有关人类正义更深层次的思考，才是此书让
读者感受丰富多采的历险和涉取传神知识后，启发我们以心
灵更大的收获。

小说从海面上“怪兽”出没，频频袭去各国海轮，搅得人心
惶惶开始，到鹦鹉螺号被大西洋旋涡吞噬为止，整部小说悬
念迭出，环环相扣。

这本书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

在旅行过程中我和尼摩船长以及游客们都可以说是随着事情
发展，而有所变化，有时惶恐不安，有时轻松愉快。

这本书的精妙之处还在于完全自然的知识启迪，虽然书中讲
述了不少有关海洋的知识，例如红海一名是源于海中的一种
名叫三棱藻的微小生物分泌的黏液造成海水颜色像血一样红。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在读者接受起来十分刻意或困难的.，只是
一次旅行中的所见所闻罢了，这使人们对因景而生的各种想



法和收获都得以牢固的保存。

并不是每一本科幻小说都像《海底两万里》一样富有强烈的
可读性，它作为一本不是凭空捏造而是远见加博学累积成的
小说，不但为对海底知识了解不详尽的读者解读了他们的旅
程，更让后人看到了古人的智慧与文明。

整部小说动用大量篇幅，不厌其烦地介绍诸如海流、鱼类、
贝类、珊瑚、海底植物、海藻、海洋生物循环系统、珍珠生
产等科学知识，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启蒙小说 再次读完这本
书,心中还是存在这个愿望,就是希望随尼摩船长一起探尽海
底所有的秘密,可恨没有阿龙纳斯教授的好运.

故事起与1866年一件闹的满城风雨的怪事,许多船只在海上发
现了海怪,法国生物学家阿龙纳斯教授受邀追逐怪兽,谁知落
入水中,与同伴一起周游四海,最后不堪海底的沉闷,想方设法,
重回陆地.

写到这里,竟然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哈利波特》,而此书的价
值远远胜过前者(就我个人而言),毕竟在1870年能写出这样奇
幻小说并流传至今是极为珍贵的.135年千千万万读者还有时
光流逝的考验并没有使它的锐气磨减,反而更肯定了它的价值,
而我觉得它在文学史上之所以屹立是因为它从头至尾贯穿的
两个字"幻想".幻想自古以来便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
而至今天,事实证明作者儒勒·凡尔纳的一切幻想或是推理都
是有现实作为基础的,例如:海底森林,穿越海底隧道(阿拉伯
海底地道,苏伊士下面一条通往地中海的地道),一块沉没的陆地
(大西洋洲).在未来世界,一切幻想皆成为了现实.在《海》中,
尼摩船长说了一句话:"人类进步的实在是太慢了."幻想其实
是进步的翅膀.100多年前的人的幻想在100多年后成为现实,
探索是无止境的呀!

《海》赞美了那深蓝的国度,史诗般壮丽的海洋,一个无忧无
虑,与世无争的地方,那里有数不清的珊瑚,海藻,游鱼,矿产,



正是一幅瑰丽的锦图,我无法用语言来赞美或形容它. 诺第斯
号不管在那个年代都是一部不朽的神话.是它揭示了海洋中无
限神秘的一切,对于船长尼摩来说,更是精神的家园.

终于说到尼摩船长了,这个谜一样的人物一样为此书增色不少,
他可以为法国偿还几百亿国债,看到朋友死去会无声地落泪,
会把上百万黄金送给穷苦的人,会收容所有厌恶陆地的人,会
把满口袋的珍珠送给可怜的采珠人,会逃避人类,施行可怕的
报复,他对人类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这个弃绝人世天才,我
一向都是由衷喜欢这种人,对于尼摩船长无尽的痛苦,我总想
探个究竟,我不明白,这样的人有着怎样的经历和出身,但我相
信他是一个善良的人.

《海底两万里》委实是一本经典名著,而在现代,却很少见到
这样的经典名著,那些浮华的东西倒是很多,真是可惜得很!

最难战胜的就是自我，如果超越了自我的束缚，克服人类最
懦弱的本性，那么自卑也坚强。

——题记

在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读了《平凡的世界》这部
小说。

从那时起，我开始喜欢上了这个英年早逝的作家路遥先生，
后来我读了他的《烦恼人生》等作品。

路遥的小说多是农村题材，但又不局限于农村生活的描写和
城市“交叉地带”发生的人和事。

特别是着重表现年轻人的生活，通过他们反映出新生活中一
代年轻人的价值观。

这其中我最喜欢他的《平凡的世界》。



每每有时间我都要重新去读，感想好多，可真要写读后感，
却又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落笔。

很害怕自己的拙劣的文字解读损害了路遥先生的本意。

劳动者是幸福的，无论在哪个时代。

《平凡的世界》就白纸黑字的告诉了我们这样的人生真谛。

它响亮的提出，人，无论在什么位置，无论多么贫寒，只要
有一颗火热的心在，只要热爱生活，上帝对他就是平等的。

只有作一名劳动者，不把不幸当作负担，才能去做生活的主
人，用自己真诚的心去体验，毕竟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

这是一部用生命来写成的书。

在亘古的大地与苍凉的宇宙间，有一种平凡的声音，荡气回
肠。

首先，我很喜欢路遥的出发点——平凡的世界。

他的世界是平凡的，这只是黄土高原上几千几万 座村落中的
一座。

从小处着眼，作者刻画出一个个普通人物平凡的人生旅程，
衬托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反映人们的思想，给人以亲近，
给人以启迪。

但路遥却在平凡中看到了他的主人公的不平凡。

比如说孙少平，我认为孙少平这个人物是全篇文字的主线，
通过他的成长和成熟的经历，展现给大家面前的是那个时代
整整一代人对生活的憧憬与无奈。



他受过了高中教育，他经过自学达到可与大学生进行思想探
讨的程度。

作者赋予了这个人物各种优良的品质，包括并不好高骛远。

贫穷曾让许多有理想的人们意志消亡，可在逆境中人们的自
卑与懦弱我们没有理由去嘲笑它，相反我们要用另外一种眼
光去学会欣赏。

那种战胜自我，重塑信心的渴望中所表现出自卑里的坚强让
我敬畏，因为那也是一种精神。

战胜困难，摆脱束缚，让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何的体
会生活中间的亲情、友情、爱情，学会生活，懂得珍惜，对
于我们这一代人，也是一种警醒。

在路遥的世界中出现的都是平凡的人物，正是在这些平凡的
人物里他描写着人性中的善与美，丑与恶。

在他的世界里，人的最大的优点就是认识到自己是平凡的。

这点从孙少平身上得到最突出的体现。

他认识到了平凡，也选择了平凡。

其次，这部小说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对农民的深刻理解。

现代城市年轻人可能很难真正理解农民。

农民的生活，农民的想法。

农民经过的日子，农民的现在和未来他们也不会关心。

但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对农民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和理
解。



而且间接知识也能够带给我们启示和触动。

这就是《平凡的世界》。

小说能够深刻的反映农民的生活和喜怒哀乐，读完这部小说
从某个意义上说我们也经历过了那个时代，也曾在田中挥汗
如雨。

也能让我们深刻的理解我们那些可敬可爱的农民的平凡与伟
大。

我们生存的现实年代，每一时刻都在告别贫困的困扰，可生
存环境的改变，面对层出不穷的新事物，面对不段涌现的新
课题，在普通人的视线里，生活似乎也不是那么平坦得一马
平川。

面对新的困难，一样会有新的无奈;面对新的理想，一定会新
的彷徨;面对新的世界，也一样会有新的自卑心理在作怪，人
类的懦弱是本性，任何人都不能逃避。

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世界的旅途中，只有在困难和挑战面前，
积极的去面对，才会有发展，才会有未来。

困境里的自卑，无奈中的反抗，积极中的进取都是社会文明
进步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激励因素。

在这平凡的世界中，平凡人的一生，更要有坚定的理想和信
念，有执着的追求和渴望，我们就应该像孙少平那样，学会
在逆境中历练心智，在自卑中寻找坚强，战胜自我，找一个
坚强的理由让人奋进。

有人说:“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那么人性里的自卑并
不可怕，为理想而拼搏的路上，有这样的自卑陪伴，我们并
不会失落，只要正确的面对它，转为坚强的动力，那么，自



卑中的所得都是胜利和拥有的感觉，自卑里的坚强都是催人
奋进的凯歌，战胜自我，自卑也坚强!就如萨迦格言所说
的“火把虽然下垂，火舌却一直向上燃烧”一样，哪怕在平
凡的人也应为其所生活的世界奋斗。

浩瀚的宇宙、神秘的地球，以及那些目前为止人类尚不足以
弄明白的事物总是像磁铁般地吸引着有着强烈好奇心的人们。

无论是年少的还是年长的，人们总是去不断的学习，为的是
能更好地了解我们周围的各种事物。

身为二十一世纪新一代的青年，我们有责任也更有义务去学
习、了解、研究我们所处的环境。

为此出于强烈的好奇心，利用暑假难得的机会我认真地读了
霍金先生写的《时间简史》一书，读完之后掩卷长思，细细
的领略其中的哲理，让人耳目一新。

就我而言，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唯物论者，对于那些神怪之
类的说法很是反感，而对于能用科学理论解释奇异事物的书
刊杂志便很感兴趣。

对于霍金先生写的这本《时间简史》便很是有一口气看完的
冲动，但是由于自己认知水平有限，不得不一字一句地慢慢
理解，可仍然还是有不少地方弄不明白。

也难怪就连霍金先生在某一场合也曾说过，能够读懂全书的
每一句话的人，就已经够格攻读引力物理博士学位了。

虽说只学到了点皮毛，但对自己的知识面还是个很大的扩充
并对自己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有了不小
的提高，这让我不觉得对霍金先生深厚的学术造诣敬佩不已。

首先，这本书是以普及科学知识为目的的著作，他教会了我



们如何正确地看待世界以及我们周围的许许多多的奇异的事
情，让我们学会了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待事物，而不是遇到难
懂的事物就盲目的相信迷信之类的歪理邪说。

任何事情的存在都有其存在的意义。

就比如人人讨厌的蚊子，我想没有一个人会同意上帝创造蚊
子这种生物，但是它又的确是我们地球生物圈中的一分子，
肯定有它存在的道理，我们不能因为自我的关系而剥夺另一
种生物存在的权利。

看待事物要用科学的眼光，同样对待学习我们也要用科学的
方法。

怎么说呢，科学史上的每一个重大发现无不都是科学家们大
胆假设小心论证而发现的，因此在学习方面我们也应该贯彻
这种思想方法，不仅是在学习计划的制定上而且也应该在学
习方法的应用上。

一个周全的严密的学习计划对于学习的时间安排是十分合理
的，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是有句谚语，“凡事预则立
不预则废”。

而好的学习方法，将有助你的听课、自学，以及课后的复习、
预习，这些对于大学生而言是相当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能养成这样一种好的习惯，对于将来
工作会有相当大的帮助。

今后的社会是一个快速发展，信息广泛交流的人才展示平台，
而严密的思维逻辑以及科学的做事方法便是其中的两件法宝，
可以帮你在茫茫人海中脱颖而出，在人生的舞台上尽情地展
现自我，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其次，过去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任何事情我都把它想得很
完美。

因此很长一段时间，我对那些试图证明世界绝对准则的文章
很感兴趣。

尤其在学习方面体现得相当明显，对于我而言，每学到一个
新的知识的时候，都感到莫名的兴奋，因为他们能用很简单
的几个公式来指导我们生产和生活方面的种种问题，感到很
是神奇，因此对科学家们很是崇拜。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才发现世界远不是我想
象得那么简单，几个“公式”就能涵盖。

概括的来说，简单中孕育着变化，而变化中又体现着规律。

人们总是在不断地，想方设法地去寻找那“隐藏”的规律。

很幸运的是，某些规律被我们发现了，但更多的还是未知的
事物。

世界到底有没有绝对准则?还是仅仅是个巧合?所有的问题我
们目前尚还不得而知。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不断的探索才有可能解开这一个
一个的谜团。

而对于我们来说，它给我们的启发是，“没有最好，只有更
好”。

就像是学习，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你无法在学习上达到最高峰，因为没有最高峰。

你有的只能是不断的去和别人竞争，和自己较劲，唯有此你



才能在自己的学习上取得好成绩。

同样，工作中也是如此，成功的企业者他们比平常人多的就
是一个强烈的竞争意识。

在当今激烈的社会环境下，“适者生存”，谁都不想被社会
所淘汰，谁都想有所作为，那么竞争就在所难免，这也会不
断的促使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一举两得。

再次，就是读完了全书之后，脑中一直萦绕着许许多多的问
题。

宇宙到底有没有过大爆炸?宇宙到底是否曾经是一个无限小的
点?宇宙到底是不是在无限的膨胀还是最后会坍缩，还是最后
趋于稳定?宇宙到底在时间上要不要有个开端?宇宙是无限的
还是有尽头?到底广义相对论正不正确?人类到底还能在创造
出什么样的理论去解决什么样的难题?人类能否发明出时光机
回到过去或是来到未来?2222年人类的科技又将会达到什么样
的地步?人类最远能到达宇宙的什么地方?黑洞到底是什么样
的?难道光速真的就是速度的极限，以致于黑洞成为人类无法
逾越的鸿沟?物质的最小部分又是什么?……所有的问题接踵
而来，让人应接不暇。

但是这种种的问号又是那么的有趣，那么的吸引我们的目光，
让人浮想联翩。

可能这一切一切的问题，你或许现在就能给出一个“满意”
的答案，可是谁又能知道，你给出的答案或许就像是从比萨
斜塔上落下的那两个不等重的铁球不同时落地的“真理”呢?
可能仅仅在当时的情境下被人们所认可，但是随着科技的发
展和人类的进步，将会有更多的伽利略站出来，告诉你不是
这样的;也会有更多的哈勃望远镜向你展示，原来宇宙真的并
不像你想象中的那样，而是真真切切的正如你眼前所视，此
时你可能会有所迷惑，到底什么才是真理?没有人能给你一个



满意的答案，正如没有人能预测你的未来会怎么，一切都要
交给时间。

名著读后感大学生篇四

也许是身为女生的缘故，我看过不少爱情小说，也总薄情别
人的故事，但是夏洛蒂的《简爱》却能让我读上一遍又一遍
而不见腻味。也许你认为夏洛蒂仅仅是为写段缠绵的爱情而写
《简爱》但我想说，你错了。夏洛蒂重点并非如此，而是女
性的独立意识简从一开始开端，就被迫的生活在孤独之中，
这使她渴望情感的包容，珍惜一切，虽然她曾经被压抑自己
的意志和理智，但她最终还是从中解脱出来，独立的抉择自
己的生活。

最初我曾为简的悲惨命运而痛苦，但在一次有一次的阅读中
我发现：那是挣脱命运枷锁的必经之路。追寻女性的独立是
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种彻底的勇
气，就像简爱当年毅然离开罗切斯特一样，需要“风潇潇兮
易水寒，壮土一去兮不复返”的豪迈和胆量。我想最关键便
是夏洛蒂笔下的简爱的那份倔强，独立。也许也只有如简一
般的人才能经历如此还保有自我吧。小说的结尾是圆满幸福
的，虽然罗切斯特的庄园被他的疯妻烧毁了，他的眼睛也瞎
了，成了一个残疾人，但是这样的一个结局，却使我觉得那
是最完美的结局。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恋人都拥有着王子和公
主的美好，但是那份幸福并不会因此而改变。

《简爱》自87年问世，至今已过去多年。但是时光并不影响
它的光芒，它诉说着一个永远不会褪色的道理：

命运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平等需要自己去争取，要有劳动，
有付出，有汗水，有坚定的信念，便会有回报。

阳光下，我希望鲜花里会有更多的简爱走出来，不管是贫穷，



还是富有;不管是美貌，还是相貌平庸，都有美好的心灵和充
实的心胸，都能以独立的人格和坚强的个性生活。

名著读后感大学生篇五

下班了，伴随着同事们关门锁门的声音，静下心来，结合自
己近年来与心理学接触的有限经历，以及最近阅读《发展心
理学》第一章《毕生发展绪论》的有限心得，提炼出“从盲
人摸象到睁眼观象”这个自认为还算形象的题目。

因为从事妇女儿童工作的原因，断断续续接触到一些与心理
学有关的书、人、事、物，东一榔头西一榔头，脑海里星星
点点记录下或模糊、或碎片的概念，就象盲人摸象般，觉得
心理学是张德芬、是家排、是心理动力学、是海蓝博士、是
曼陀罗、是海灵格、是催眠……这个领域的知识始终是一团
乱麻，和完全不懂的人还敢白话两句，在专业人士面前只能
噤若寒蝉。

今年2月下旬从朋友那里得知景老师去年组织了一个《发展心
理学》的主题阅读群，大家通过共同学习竟然意犹未尽，纷
纷建议“重走长征路”，感到既好奇又兴奋，立即购书入群。
按照要求仅读了1个章节便有了豁然开朗的感受，心理学这
头“大象”一下子立体起来，原来不是“扇子”，不是“柱
子”，更不是“一堵墙”。“毕生发展”是考察个体在生命
历程中行为的发展、变化和稳定模式的学科领域。这本被北
大心理系选中作为教材的大部头，以全面的视角，按照时间
发展顺序纵观个体从产前阶段到成年晚期和死亡的发展过程，
其完备、条理的编书特点极其符合自己的学习口味，虽然专
业性很强，但读起来充满了乐趣感。

当然，由于零基础，底子太薄，专业术语前面读后面忘，逻
辑分类前面记后面丢，年近半百怎么也无法与青春年少的好
时光攀比。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重复读，挤时间将前30页品
读了3遍，每一遍都有新发现、新理解和新风光。



尽管如此，依然感觉没有读透，好在这是绪论，很多内容在
后面的章节都会展开来讲，相信随着课程的不断深入，在景
老师的引领以及各位学友的共同参悟下，《发展心理学》会
满足自己的诸多期待。


